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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发

挥国学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工作要求。通

州区作为国学教育实验区在“十一五”期间，参与了教育部《教育信息资源有效应用对策研究》国

学教育专项课题研究工作。在“十二五”期间，参与了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国传统

文化与当代教育》的实验。实验中，有 31所中小学实验校，三万多名中小学师生参与了国学启蒙教

育实验。2009年 10月，被中国国学文化艺术中心和教育部总课题组授予“国学教育实验区”铜牌。

随着国学启蒙教育的开展，2011年又将其在北京市教育学会成功立项为市级课题。2011年 4月，被

“十二五”《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课题研究领导小组授予“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课题研究重点实

验地区”铜牌。2012年 9月，通州区 8所实验校被授予全国传统文化教育示范学校铜牌。 

我们认为“中小学国学启蒙教育”是通过指导儿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诵读国学经典文

化作品，达到童蒙养正、人格养成、开启智慧的目的。即是趁童蒙心灵最纯净、记忆力最好的时候，

让他们诵读最有价值的经典作品，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渐渐地开启其智慧、塑造其人格、完善其

道德、优美其人格，进而培养其记忆力、认知力、表达力、社交力、自省力、创造力。 

在国学教育蓬勃兴起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如：国学启蒙教育中，教师该教些什

么？怎么教等很现实的问题。为此，我区从 2009年开始就对中小学国学启蒙教育中的课堂教学这个

关键而又薄弱的环节，进行了实践探索，形成了具有通州区特色的中小学国学启蒙教育的教学模式。 

一、中小学国学启蒙教育的教学模式 

通州区中小学国学启蒙教育的教学模式即“三步六正”教学模式，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并行不

悖，突出课堂教学改革。 

（一）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模型方法：模型方法分析问题、简化问题，能较好地解决问题。其主要特点是：撇开事物次要

的，非本质的因素、关系和过程，将事物的重要因素、关系、状态和过程突出地显露出来，便于通

过实验、模拟和理论分析，找到对事物发展起决定影响的因素和规律。 

学习理论：人类对知识的学习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理论性的，一种是记忆性的。掌握偏记忆

性的知识，惟一的方法是诵读与记忆。幼年与少年时期正是人生记忆的黄金期，以“三步六正”教

学模式下的诵读进行记忆知识类的学习，会事半功倍。 

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式教学方法改革的理论基础。学生接受知识

的学习活动，一般是通过感知事物的个性，进而认识事物的共性，所以“三步六正”教学模式正是

经历了个体感知阶段即正音、正读，会读、读熟课文阶段，在诵读结合生活实践中，达到正心正行

的行为转化。 

（二）基本原则 

1．文道统一原则 

文道统一是学习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方法和原则。我们使用的国学经典教材就是文道统一的范

本。统一安排一至八年级由浅入深系统学习传统文化。 

2．教学相长原则 

《礼记·学记》中说：“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

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国学的同时，也要广泛学习国学知识，不断提高国学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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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书育人原则 

教书的目的是为了育人。在中小学国学启蒙教育中的课堂教学模式探究中，坚持既教书又育人，

注重过程，讲究实效，坚持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相结合。 

4．知行统一原则 

我们在中小学开展国学启蒙教育教学改革，其工作原则之一是把学习和做人结合起来。孔子的

入世直行的表率作用，孔颜乐处的学习作风至今值得我们学习。 

5．反本开新原则 

我们在中小学开展国学启蒙教育教学模式的探究，目的是继承发展创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积极进取、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创新思想。 

（三）以诵读为主的“三步六正”教学模式 

1．系统的教学内容 

表 1  中小学国学启蒙教育课程学段安排表 

学段 教学内容 传统文化教学模块 具体学习方法 

低年级段 

（一、二年级） 

《弟子规》 

《三字经》 
中国传统历法、节日 

“三步六正”教学模式 

中年级段 

（三、四年级） 

《千字文》 

《声律启蒙》 
中医与儿童保健 

高年级段 

（五、六年级） 

《论语》（上、下）、《中国古典诗

词欣赏》 
中华民族文化欣赏 

七年级 《孟子》（上） 中国书法艺术欣赏 

八年级 《孟子》（下） 中国绘画艺术欣赏 

表 1 安排按照儿童学习的低、中、高、初一、初二不同阶段年龄特点、学习能力的需要，低年

级重在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中年级重在传统文化的积淀；高年级和初中重在认识社会能力的提高。

学习内容、学习目标各有侧重，使学习符合各学段学生心理发展水平与认知程度，学习内容成系统。 

2.科学的教学流程 

我区以育灵童教育学院李灵玲副院长的“三步六正”教学法为理论借鉴。这个“三步六正”教

学法只是一个理论提法，或者说只是一个理论框架，还没有具体实验内容。为此，我区在此理论框

架的指导下，具体开展了以诵读为主的“三步六正”教学模式实验（见图 1）。 

 
图 1 “三步六正”教学模式流程图 

第一步，正音正读 

此步主要教学任务是识字与正确诵读文本，达到熟读文本的教学目标。一是读正确。二是读流

 

“三步六正”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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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在这一阶段重在激发学生诵读兴趣，让学生乐读、爱读。 

第二步，正字正义 

此步主要任务是直译理解文本，进行诵读训练与指导，达到读懂文本的教学目标。一是直译理

解。由于文本均为文言，加之文中讲究用典。所以这一阶段要求直译理解，进行初步的文化感悟。

二是诵读入心。在理解大意基础上指导学生吟诵课文，在平仄音、发音长短、声调的高低虚实与韵

律节奏上加以指导。 

学生有韵律地吟诵课文一般为 6、7遍，便可理解大意，感受古人思想，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与

感染。 

第三步，正心正行 

此步主要任务是诵读课文体会韵律，完成诵读、文化积累的学习任务，达到文化感悟、心灵触

动、联系实际矫正行为的教学目标。一是联系实际。在诵读中使学生心灵有所触动。二是文化积累。

在读、诵、唱、舞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背诵与积累，最终达到文化积累的教学目标。 

3．实效的诵读策略 

在探索“三步六正”教学模式时，我们提倡“三要”即经典要反复诵读，文意要大致理解，篇

章需熟练背诵。指导“分层”即第一层“会读”。将课文读正确。第二层“读懂”。是让每个学生都

切切实实地体验、理解文本的过程。第三层“诵读”。引领学生在诵读中体味韵律，在诵读中感悟思

想。 

策略一：歌谣唱读。适用于低年级国学启蒙课堂教学。由于低年级开设的《弟子规》、《三字经》

等课文具有音韵美、节奏美、语言美等特点。在低年级可采用拍手歌谣唱读法、配曲唱读法、音调

变换唱读法、手指操唱读法等多种唱读方法，不仅可以极大激发儿童读经典的兴趣，而且能使学生

在唱读中记忆积累。 

策略二：节奏变换。适用于中年级的国学启蒙课堂教学。由于中年级开设的《千字文》、《声律

启蒙》具有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的特点。为此，在指导诵读时可采用变换不同节奏的方法。使韵文

更加有节奏感、韵律感，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也就更加鲜活、灵动。 

策略三：平仄诵读。适用于五至九年级的国学课堂教学。由于这一阶段学习的内容是《中国古

典诗词鉴赏》、《论语》、《孟子》，这些内容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在读中理解，在理解中感悟。 

（四）创新点及意义 

1．在“三步六正”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模仿——实验——形成体系——实

践检验”四个阶段的探索，在实践中明确了“三步六正”教学模式各个环节的具体操作程序与教学

目标，形成了操作性强、实效性突出的国学启蒙教育教学特色模式。 

2．按照学段与教学内容的不同，探索出了三个层次的诵读策略，即歌谣诵读策略、节奏变换诵

读策略、平仄诵读策略。总结出了国学启蒙教育通用的“二十字”诵读方法：平长仄短、声断气连、

依字行腔、气运丹田、字正腔圆。 

二、中小学国学启蒙教育教学模式主要成果 

（一）研制标准，形成体系 

在以诵读为主线的“三步六正”教学模式实验中，以“三步六正”教学模式为依托，制定了《通

州区国学课堂评价标准》和《通州区国学课堂教学设计评价标准》。以分层诵读为策略，形成了以评

价标准为指标的国学启蒙教育课堂教学体系。 

（二）深入探究，完善模式 

随着传统文化课程实验的深入开展，为了探索出更多行之有效的国学启蒙教育课堂教学模式，

推动国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2012年 4月，我们举行了通州区中小学国学启蒙教育赛课活动，进一

步完善了以诵读为主线的“三步六正”教学模式，以致 3 位老师在“第二届全国国学优质课大赛”

中均获得一等奖，14位老师获得录像评优一等奖。 

（三）注重提炼，突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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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步六正”教学模式实验中，我们非常注重成果的提炼与表达，积累了丰富教学经验。课

题组在 2010年、2012年分别在全国国学教育教研工作会议中作为先进实验区代表做了《与时俱进，

有序推进国学启蒙教育实验》和《开展国学启蒙教育实验，为学生成长奠定基础》经验交流。 

三、中小学国学启蒙教育的教学模式效果 

（一）促进了区域教育的发展 

2009年以来，我区以“三步六正”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有效地推动了中小学国学启蒙教育的

开展。各实验校在积极探索“三步六正”教学模式的同时，结合学校周边社会大课堂资源确定了实

验切入点，使我区国学启蒙教育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多元局面。如于家务中学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特

点，确立了《古今二十四孝》、《论语》等校本课程；宋庄镇中心小学结合画家村资源确立了“诗书

画”一体的国学教育课题研究；梨园镇中心小学根据国学启蒙教育的学习规律及学生的认知现状，

确立了“四化”教学方法。 

（二）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 

实验教师通过“三步六正”教学模式的实践，积累很多丰富的实验经验。在教育部规划课题“十

一五”结题总结中，我区实验征文 3 篇获特等奖（共 5 篇），16 篇获一等奖，居全国实验区之首。

在 2011 年、2012 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课题研究工作会议中，实验老师分别作了《论语》和《中国

古典诗词欣赏》体现“三步六正”教学模式的课堂教学展示会。 

课题组 3 位老师被国学文化艺术中心聘为国学教学的专家评委，两位老师被评为全国国学骨干

教研员。36位老师参与了《弟子规》等十本教材教师教学参考用书《国学教材手册》的编写。 

2012年 8月，我区有 6名国学教育骨干教师在沈阳建设大学，给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 500多国

学教师进行了国学启蒙教育教材教法的培训，效果显著。人教社与国学文化艺术中心责成通州区针

对“三步六正”教学模式编写教学方法手册，并在人教社出版，全国发行。 

（三）促进了学生健康发展 

通过“三步六正”经典诵读的实践，很多学生能够背诵国学经典并体现在日常行为之中，促进

了学生健康成长。 

1．促进了学生良好行为规范的养成 

“三步六正”经典诵读使校园里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使读经典成为了一种习惯。学生讲文明礼

仪意识越来越强，家长对学生文明礼貌行为的满意度评价逐年提升（见图 2）。 

 
图 2  家长对学生文明利益表现的评价统计 

2．促进了学生正确道德意识与情感的养成 

实验中，能熟练背诵经典的学生由实验前的 3.27%，上升到实验后的 96.2%。学生能够结合先贤

故事理解感悟国学经典内容学生占到了 92.7%。在背诵经典、感悟经典、践行经典中，学生逐渐形

成了正确的道德意识与情感。 

3．促进了学生高雅审美情趣的养成 

在“三步六正”国学诵读中，适时渗透中华传统艺术，使学生形成了高雅的审美情趣。于家务

小学编排了“《弟子规》文明礼仪操”。官园小学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课题研究工作会议中进行

了《人之初》诵读表演。梨园镇中心小学的传统节目《舌战群儒》，演出的剧照刊登在人民教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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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主编《小学语文国学》2012 年第 8期的封面上。 

四、中小学国学启蒙教育的教学模式的社会影响 

（一）推动了国学社区的成立 

“孔孟之音日日熏，一笔一画学做人。梅兰竹菊真君子，琴棋书画养精神。”在中小学“三步六

正”经典诵读实践的带动下，许多社区也以“国学文化”为主题，进行社区建设。 

（二）助推了大学国学课程的开设 

我区中小学国学启蒙教育的教学模式开展的有声有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引起了通州区内北

方工业大学的关注，随之开设了“国学公共选修课”，聘请课题组苏金良为主讲教授。 

（三）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 

国学启蒙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总会使我们感到有一种历久弥新，昂扬向上的精神慰藉。

2012年 1月，课题组副组长苏金良录制了《反本开新读经典》专题讲座，即将在山东电视台华夏文

明大讲堂栏目中播出。2012 年 3 月 22 日搜狐教育网对课题组副组长苏金良、人民大学张践教授、

总课题组张健主任作了“传统文化教育离中小学还有多远”的专访。2012 年 10 月，新华通讯社记

者刘彤对通州区开展国学启蒙教育教学模式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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